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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高中的历史教材，从一期课改至二期课改的实施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三种版本的不同教材，
三者内容差异非常之大。
目前，上海高一、高二学生使用的是华东师大主持编写的第三个版本的新教材。
这套新教材共六册，采用中外通史合编的体例，中外历史分别按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三个时间段交叉
编排，呈现出跨度大、时间长、头绪多、内容繁等特点，在教学中广大师生必须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
程。
有鉴于此，本书编写组组织了部分上海市重点高中的一线教师编写了这套《新编高中历史解析》，作
为学习历史新教材的同步教辅材料。
　　《新编高中历史解析））分为上、下两册，按新教材编排顺序编写，在教学中可作为同步练习使
用。
每一课的编写内容包含三个部分：知识结构、能力分析和思维训练。
“知识结构”部分是运用提纲式或图示式概括本节课的框架结构，“能力分析”部分是对典型试题的
解题思路作简要分析；“思维训练”部分包括三种题型，即选择题、简释题和问答题以及材料分析论
证题。
　　本书上册根据新教材第一至第四册的内容编写，下册根据第五至第六册的内容编写。
下册除了同步练习外，还附有六套不同学习阶段的综合练习。
所有练习题都附有参考答案。
本书的选题原则是：保留一些经典试题，改造一些传统试题，借鉴一些他人试题，编制一些原创试题
。
命题力争能力立意，使知识型试题和能力型试题并重。
需要指出的是，在学习过程中不能以本书代替教材，必须以教材为本，只有掌握和理解了教材内容，
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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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每一课的编写内容包含三个部分：知识结构、能力分析和思维训练。
“知识结构”部分是运用提纲式或图示式概括本节课的框架结构，“能力分析”部分是对典型试题的
解题思路作简要分析；“思维训练”部分包括三种题型，即选择题、简释题和问答题以及材料分析论
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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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俄国十月革命中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反映的实质是（）　　A. 协约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
的实行　　B. 俄国与协约国帝国主义的矛盾　　C. 俄国无产阶级与协约国帝国主义的矛盾　　D. 国际
无产阶级和同盟国的矛盾　　3. 列宁说，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
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导致这一错误的根本原因是（）　　A. 扩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　　B. 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很快就会
灭亡　　C. 忽视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D. 帝国主义仇恨苏俄，对其实行经济封锁
　　4.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剩余粮食的征收方式是：　　A. 有偿征收　　B. 无偿征收　　C. 
低价购买　　D. 限价购买　　5. 苏俄新经济政策得以实施的前提包括（）　　①有巩固的工农联盟　
　②苏维埃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　　③国民经济已明显好转　　④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被粉碎　　A. ①
③　　B. ②④　　C. ①②④　　D. ①②③　　6. 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相比，苏俄新经济政策主要
新在（）　　A. 加强了无产阶级政权对经济的管理　　B. 大型的工矿企业允许资本家经营　　C. 利用
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生产　　D. 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7. 下列关于“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内容的表述，正确的是（）　　①把大中小企业都收归国有　　②无代价地征收农民剩余粮食
　　③取消自由贸易实行配给制　　④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政策　　A. ①②③④　　B. ①③④　
　C. ①③　　D. ②④　　8. 苏俄新经济政策在工业方面的措施的直接目的是（）　　A. 加强工业中国
有经济成分　　B. 实现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　　C. 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　　D. 借用外国
资本和私人资本发展工业　　9.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实施的经济政策最符合当时社会情况和客观
经济规律的是（）　　A. 实行余粮收集制，农民无条件服从　　B. 废除配给制，允许自由贸易　　C. 
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家工业化　　D. 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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